
小寒节气后，气温较低，正
是种植杏孢菇的好时机，无棣
县西小王镇东小王村智慧菌
菇种植方舱产业园的工人们，
正忙着放置杏孢菇菌棒。

据了解，该产业园以智慧
方舱为载体，实施多品类菌类
种植，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精准
控 制 菌 菇 生 长 的 温 度 、光 照
等，实现了全年无间断生产。
该产业园建有 8 个智慧方舱，
每个方舱放置 3000 个菌棒，预
计春节前采摘上市。（通讯员 
高士东 范晓慧 摄影）

“智慧方舱”里种出“致富菇”

点       滨州赞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郑雅楠 
张燕 报道）1 月 6 日，滨州职业学院
医学技术学院团总支组织部分师
生走进滨城区里则街道黄河新村，
开展“关爱生命，‘救’在身边”返家
乡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单、急

救动作演示等方式，向村民科普急救
知识。专业老师细致讲解心肺复苏
和海姆立克急救法，并指导村民进行
模拟练习。通过此次学习，村民们
掌握了急救技能，提高了自救互救
能力，为家庭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
提供了保障。

急救科普下乡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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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渤海日报》报道中的妇女生活研究
侯玉杰

1949年，《渤海日报》刊发了系列
关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宣传妇女
参加生产的典型报道。

1949年3月8日，《渤海日报》头
版头条刊发了渤海区党委《区党委执
行“中央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
决定”的指示》，提出了五条具体措
施。第一，以生产为中心贯彻支援战
争的方针来开展妇女工作；第二，加
强领导，进行妇女团体建设，准备召
开代表大会改选妇联会；第三，培养
提拔妇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第四，必
须解决妇女困难和特殊问题；第五，
建立各级党委的妇委会，加强党委对
妇女工作的领导。最后，该文强调：

“妇委为同级党委部门之一，党委在
计划讨论研究工作时，应吸收妇委负
责同志参加，目前尚不能建立妇委的
县里，党委应定期召集妇干研究妇女
工作。”该文也证明，当时渤海区部分
县委里仍然没有妇委会组织，这也与
仅有部分地区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
事实相吻合。3月23日，《渤海日报》
一版刊发“中共渤海区党委关于执行
华东局一九四九年华东农业生产计
划的计划”，响应华东局的口号：“每
亩多上一车粪，多锄一遍地，多打一
成粮。”并再次重申“必须动员农村一
切整半劳动力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尤
其是大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劳动。”
1949年，省妇联在上半年工作总结
中，对渤海区提出“劳动光荣”“只有
参加劳动才能彻底解放”的口号，发
动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给予了肯
定。总结中指出，妇女们“不但参加
了选种、捣粪、送粪、拔草等零活，而
且部分的妇女参加田野中的耕耧播

种等主要劳动，替出大批男子支前参
军。”4月11日，《渤海日报》二版介绍
临邑县塘坊区前八里庄，“妇女中也正
酝酿着，打破下坡怕笑话的思想，准备
参加农业生产。”4月15日，《渤海日
报》二版在“全区妇女干部联席会结
束，号召广大妇女投入生产，结合完成
支前任务”的标题下，号召妇女循序渐
进参加农业生产，“在广饶、博兴、蒲
台、沾化、垦利等老区，妇女有劳动习
惯，应组织大部分青壮年下坡生产；在
妇女无下坡劳动习惯地区，应着重动
员妇女下坡，首先参加农业生产中的
附带劳动，如送饭、积肥、拾棉、打场等
以及各种副业生产。”该文号召，消除

“妇女下坡是耻辱”“妇女是家里人，下
坡劳动不成样子”等落后意识。由此证
明，一直到1949年上半年，渤海区还有
半数地区仍然把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
动，特别是锄地、收割等视为耻辱。

至1949年下半年，形势已经大为
转变。1949年8月29日，在《渤海日
报》第五版，垦利地委研究室发表了

“垦利分区妇女参加生产的研究”。
该文指出：“妇女下坡的人数比过去
增加，时间也比过去延长了，有些妇
女从点种、补苗、挖苗、拔草直到拔麦
都参加。如惠民马店、河套孙两区下
坡的占户数百分之五十以上，占妇女
十岁以上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在麦
收中青壮年直接间接参加的百分之
九十以上，何李区化家村一百零七
户，十岁以上的妇女一百六十五人，
参加挖苗、拔苗的五十七户、八十八
人，占百分之五十，麦收时下坡的百
分之八十以上。”根据渤海区妇联主
任刘孟做的典型乡村的统计，参加生

产劳动的妇女远超半数，如商河基点
乡达到70%，无棣邓王乡“能劳动的
妇女几乎都下坡了”。

1950年1月20日，《渤海日报》一
版以“我区去年一年内，百余万妇女
参加农业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社会
地位同时提高”为题，全面总结了
1949年的妇女生产工作，“全年全区
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者计达110万左
右，与往年相比增加40%。”该报道指
出，“由于妇女的积极参加劳动，也大
大地启发了妇女觉悟，提高了妇女的
社会地位，使家庭进一步和睦。许多
重点县区妇女组织了自己的妇代会
组织，积极提出反虐待，以及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的要求。”文章举例说：

“过去妇女对家庭不管穿、受虐待等
不敢控诉，今年仅阳信八、九、十月，
三个月内，妇女提出的控诉案件就有
110余件，政府帮助解决了95件。商
河全年解决了110余件有关妇女穿衣
的案子。”妇女占了经济活动的半壁
江山，“博兴陈户区妇女参加合作社
者6900余人，占全区社员的46%。”

经过1949年的社会大变革，妇女
走出家庭、参加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
会的主流和共识。1949年，渤海区妇
女完成了由家庭劳动者向社会劳动
者身份的转变。

二、渤海区妇女在婚姻
自主方面的变化

在封建社会里，男婚女嫁奉行礼
教，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原则，
本人没有知情权更没有决策权。婚
姻讲究门当户对，身价彩礼形同金钱
买卖，且当时买卖婚姻盛行。其社会
根源是男权社会，男性为家长，掌握
社会资源和经济命脉，妇女居于家庭
的附属地位。妇女不被社会作为独
立的人，比如借贷、财产继承等，民间
活动是不允许妇女参与的，除非是女

性户，还要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包办
婚姻、买卖婚姻、交换婚姻等都是以牺
牲女性为前提。婚姻家庭中，男家占
据优势地位，婆婆、丈夫甚至小姑子
都能欺压妇女，男方一纸休书就可以
解除婚姻，将妇女遗弃。清末民国时
期，屡有开明的地方官员力图消除幼
男娶长女之风，但是都无功而返。民
国早期，女性开始觉醒，在城市和一
些富家大户，女孩子开始走进学堂，
直至抗日战争的战火烧到渤海区，这
一带农村仍然延续着旧传统。

渤海区农村妇女婚姻自主大致
经历三个阶段。萌芽于20世纪30年
代，即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山
东至1937年底。这一时期，主要是韩
复榘主政山东，包括婚姻关系在内，社
会开始发生变革。渤海区妇女婚姻自
由真正落实到农村，起始于抗日战争
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
抗日根据地，党领导成立抗日民主政
府，推行婚姻自主、男女平等。1945年
3月16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制
定并公布实施《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
和《山东省女子继承暂行条例》。《山东
省婚姻暂行条例》是山东解放区第一
部正规的有关婚姻方面的地方法令，
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男女平等、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女子有继承权等先进
思想开始传导到最封闭的小农家庭。
渤海区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精神，开展
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普及活动，使得深
处闺阁之中，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的年轻女子也知道了中国共产党
的主张。1949年7月，山东省人民政
府又发布《修正山东省婚姻暂行条
例》。解放战争末期，婚姻自主、离婚
自由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广大的农村
妇女走出家门步入社会，由原来的“家
庭人”转变为“社会人”，由任人支配的
婚姻附属成为婚姻的主人。

（未完待续）

时入寒冬，不少新能源汽车车主
出现“续航焦虑”，如何方便又快捷地
给新能源汽车充电，成为车主们日常
关注的重要环节。

在瞰海新天地楼下的滨州新能
源壹号超级充电站，新能源汽车车主
张先生停好车，插枪、扫码、充电后，
转身上楼上班。张先生介绍说，快充
一个小时，就能给车充满电。

张先生家住博兴，每天在博兴县
城和滨州市区两地往返。张先生为
了节省开支，于去年 3 月购买了一辆
新能源汽车。张先生说：“之前我开
车通勤一个月油费要1000多元，现在
新能源汽车充电一个月只需要400元
左右，而且充电站就在公司楼下，平
时充电很方便。”

滨州新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董洋介绍，滨州新能源壹号超
级充电站共设置 10 台充电桩，其中 7
台快充桩，2 台充放桩，1 台 600 千瓦
功率的液冷超充桩，实现了光储充用
一体化。超充桩 15 分钟就能给一辆
新能源汽车充电 70%，解决了新能源
汽车充电慢的问题。

“滨州新能源壹号超级充电站于
2023 年 7 月开始建设，2024 年 1 月投
运。投运至今，该充电站充电次数

6226 次，充电电量 12.7 万度，充电收
入 14.5 万元。”董洋说，滨州新能源壹
号超级充电站是滨州第一个集光储
充用为一体的超级充电站。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快速扩张，“充电难”问题逐渐凸显，
给车充电成为不少新能源汽车车主
的“烦心事”。为推动滨州市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拉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投资需求，市发改委全力推进新能
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

2024 年 2 月，市发改委印发《滨
州市 2024 年电动汽车公共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目标》，加快城市居民
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健全完

善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强化农村
地区电力保障水平，提升存量充电基
础设施运行质效，健全完善全市公共
充电站“一张网”。

“充电桩主要设置在居民小区、
公园商超、高速收费站、旅游景区等
领域，我们不断完善公共区域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配套电网保障能
力。”市发改委能交科科员孙秀贤介
绍说，新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500
台被列入“2024 年民生实事项目清
单”，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全市累计
建成公共充电桩 7300 台，其中新增
3900台，增长了115%，超额完成年初
任务目标。同时，我市聚焦示范引
领，积极培育博兴县兴福镇作为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示范乡镇”，兴福镇成
为全国 74 个乡镇、全省 3 个乡镇之一
的“示范乡镇”。

为推动各县市区加快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补齐农村区域公共充电基
础设施空白短板，市发改委全力争取
奖补资金 648.28 万元，充分发挥政策
奖补资金激励导向，我市 62 个乡镇、
29 个街道建设 344 台充电桩。目前，
我市 10 个县市区均已完成全部项目
建设，实现县域内公共充电站“乡乡
全覆盖”。

2024年滨州新增3900台充电桩
我市实现县域内公共充电站“乡乡全覆盖”

本报记者 纪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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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新能源壹号超级充电站。

本报讯（记者 郭向春 报道）近
日，由中国国家画院、山东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国共产党枣庄市
委员会、枣庄市人民政府、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委员会联
合主办的“榴实正红——全国名家
石榴主题美术作品邀请展”，在中
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东楼展区开幕。

此次展览以笔墨为媒、以石榴
为题，汇集了全国书画名家近200

幅优秀作品。滨州市美协党支部
书记、副主席兼花鸟画艺委会主任
张家会创作的中国画作品《奇树结
珍果》受邀参展。

展览邀请来自全国的当代知
名艺术家围绕“石榴”开展创作，捕
捉石榴园四季变换的微妙之美，旨
在托物言志，传达对自然和生活的
热爱，以及对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展现新时代文化理脉和精神气质。

张家会受邀参展
全国著名画家石榴主题
美术作品邀请展

本报讯（记者 张子强 通讯员 
李娟 李天一 张天翼 报道）近年来，
全市供销社系统聚焦打造农业社
会化服务生力军、农村商品市场

“国家队”、打造农资流通服务主
渠道“三件大事”，聚力建设“农资
保供稳价、全程托管服务、基层组
织振兴、农产品应急保障、社有企
业培育壮大”五大体系，供销事业
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市供销

社被评为“全省供销社系统先进
集体”，荣获“全省五一劳动奖”，
连续 7 年荣获全省供销社系统综
合业务评价一等奖，累计获市委、
市政府及时通报表扬 11 次。去
年 9 月，市政府印发《关于推动供
销 社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
去年前 11 月，全市供销社系统实
现销售总额 1667 亿元，列全省第
一位。

为农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市供销社牵头组建滨州供销

农业社会化服务联合体，建成综合
性为农服务中心64处，发展农业服
务龙头企业 8 家，实施农业社会化
服务 748 万亩次，连续两年争取中
央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
资金 2710 万元，开展 9500 亩土地
整镇域托管，带动10个村集体年均

增收 20 万元以上。现代流通精准
突破，4 个县市区社分别获批“全国
总社流通网络强县”等7个称号，全
市建成县域综合集配中心 6 个、新
建改造乡镇综合站41个、农村综合
服务社324 个。打造100个标准型
流通网点，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
品下乡”双向通道。

供销农资主渠道加速构建
市供销社参与建设全省“5+

5+N”农资仓储配送体系，总投资
6000 万 元 的 山 东 供 销 农 资 智 能
仓 配 和 应 急 保 障（滨 州）基 地 正
式 落 地 。 省 市 县 三 级 出 资 4500
万元，组建山东供销农业服务集
团滨州有限公司，以此为龙头规

划布局 6 个县域农资集配中心，
277 个镇村供销农资综合服务站

（社），在农业主产区实现农资供
应 1 小时内送达。做大全市农资
统采联盟，累计统采额 3 万吨，年
内销售农资 30 万吨，农资仓储能
力达到 10 万吨。

基层组织实力积厚成势
市供销社累计恢 复 重 建 、规

范提升基层社 41 个，创建国家级
示范社 20 个、省级高质量发展示
范社 11 个。3 个案例入选省社基
层组织建设案例汇编，2 处农民专
业 合 作 社 入 列 中 国 500 强 前 十

位，1 处被授予全省乡村振兴突出
贡献奖。去年前 11 月，全市基层
社实现营业收入 13.82 亿元，同比
增长 6.34%。建立健全“三会”制
度，市县全部召开社代会，实现全
覆盖。

合作金融服务更加精准
市县在全省率先实现合作发

展基金全覆盖，累计到位资金 10.5
亿元，使用 9.8 亿元支持 40 余个
为农服务项目建设，基金规模列全
省第一。全市供销社系统投保农
险面积 21 万亩，保额达 2 亿元。社
有企业稳步壮大，深入开展“扭亏

增盈”“三降两清一扭”专项行动，
预计今年营业总收入将超过 25 亿
元，利润总额超过 4500 万元，分别
是 2021 年的 1.5 倍和 2.6 倍。做强
社有龙头企业，建立“1+6+N”协同
经营体系，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工
作机制。

党的建设坚强有力
全市供销社系统 1 个集体和 1

名个人获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
进集体、劳动模范表彰。市供销
社先后荣获省级以上奖项 7 项，2
人荣获全国总社统计竞赛先进个

人，1 名同志荣获省级乡村振兴
先进表彰。“党建引领·供销为农”
成为全市优秀机关党建品牌，充
分展现了“奋发向上、奋勇争先”
的供销新形象。

全市供销社系统销售总额
列全省第一位
去年前11月，销售总额达1667亿元


